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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郁雲8(HUANG,YU-YUN) 

摘要 

   本論文主要希望運用民族音樂學理論方法，結合音樂史學、圖像學，對於這三年期間的重

大音樂事項進行分類整理以及重點深入探討，我的章節分類如下：第一章緒論、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方法與目的和研究限制，再來第二章我要介紹這三年的流行音樂，第一節(台灣流行音樂變

遷)、第二節(台語流行歌曲)、第三節(國語流行歌曲)、第四節(當代歌舞團)、第五節(禁歌)。

第三章要介紹宗教音樂，第一節(佛教音樂)、第二節(道教音樂)、第三節(基督教音樂)。第四章

介紹戲曲音樂，第一節(京劇音樂)、第二節(歌仔戲音樂)、第三節(南管音樂)、第四節(北管音

樂)。第五章總結…等的民族誌。 

 關鍵字：流行音樂、音樂變遷、台灣音樂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人就讀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在學期間學了論文研讀與撰寫、世界音樂

概論、田野工作、記譜法、台灣音樂史、世界音樂專題研究…等科目，具有研究

音樂的基本能力，在這三年多學了很多課程，這三年多所學的專業民族音樂學是

對大四所要寫的專業畢業論文是有幫助的，大四的畢業論文是要總結成果的一個

訓練，本班原本要做台中縣市的音樂研究，但由於本班人數比較少，我們如果要

做台中音樂研究會比較吃力，所以經過民主投票，我們決定要書寫 1949~2014 年

的台灣音樂民族誌，每位同學都要負責研究三年的台灣音樂民族誌，經過抽籤之

後很榮幸的研究了 1952~1954 年的台灣音樂民族誌。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想透過論文的章節內容清楚的理解台灣在這三個年頭裡面，音樂究竟發生什

麼樣的變化，然後我會爭對這些重大的變化選擇其中最特殊的幾樣進去深入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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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以了解西元 1952~1954 年中台灣人對音樂的想法、對音樂的創作…等。在論

文後，本人在親手編製了大事記目錄時能夠清楚的了解這三年按著時間次序的音

樂是怎麼樣輪流發生的現象。希望未來能夠提供台灣音樂工作者在需要的時候可

以參考筆者的著作，能夠更進一步的了解台灣音樂的真相讓想了解這三年的台灣

音樂民族誌的讀著能有這些幫助。 

三、研究限制 

    由於我們學校距離大城市比較遠，所以要取得資料上比較沒那麼方便，比較

困難，再加上其實一年的時間是非常的短，所以可能會有些遺漏或是有不清楚的

地方，但是筆者已經非常盡心盡力地在尋找所有的資料，希望能夠把這三年的民

族誌寫得更加完整，由於我們班是集體書寫，團體的力量是龐大的，所以我有幸

的參與這個聯合書寫台灣音樂史的工作，作為我畢業論文的題目，我感到非常的

榮幸。藉著史詩的書寫，個人對民族音樂學有個深一層的了解在台灣音樂的存在

有著親身的體驗，個人能力不足處，請多批評指教。 

貳、流行音樂 

一、台灣流行音樂變遷 

    台灣的流行歌曲，包誇新舊民歌或國語、閩南語之流行歌曲，乃是高度不同

性的台灣歷史及社會發展的一環。只是這方面的研究卻起步的晚，正規音樂教育

和研究的疏忽，使得它長期被遺棄於學術研究的範圍之外。大致上可以說，這種

情況差不多到八十年代，才隨著社會變遷所造成的本土關懷，而逐漸進入人們思

考的日程表之中。流行音樂是我們生活周遭最明顯的流行文化之一，它創造了多

少的就業人口與資金市場，它也創造了偶像崇拜與流行。在一個偉人皆被顛覆與

衰微的時代，流行文化的偶像崇拜，讓青少年多餘的體力、精神，有了抒發與放

置的管道與地方。 在 1952~1954 年間政府才播遷來台灣不久， 台灣沒有太多屬

於自己的流行音樂，那時流行音樂的詞曲風格，完全延續上海、香港的風格，白

光
9、周璇10為當時的代表。 

    由於那時候，還是戒嚴時期，很多主題不能談、不能觸碰，因此以前作詞作

曲不是那麼容易，也不是隨便就可以作詞和拿來唱的，不小心都會被抓去關，不

像現在已經見怪不怪了只要有靈感想寫什麼詞都可以，以前的時代作詞不如現在

的自由。很多的研究著對流行歌曲有不同的定義，有人認為「凡只要是電影插曲

(主題曲)，舞台劇插曲，唱片歌曲，唱時以輕音樂團伴奏者，都可以稱為流行音

樂」；也有人將流行音樂定義為「以工業生產程序製作與銷售；透過大眾媒介呈

現；是一種大眾化、通俗化的音樂」，而我認為凡事只要曾經在歌廳、電影、廣

播等媒體上發表、歌唱，廣受大眾喜愛與流傳者，不論是以唱片或錄音帶等任何

                                                      
9
白光（1921 年 6 月 27 日－1999 年 8 月 27 日），原名史永芬，生於北京。 

10
周璇（1920 年 8 月 1 日－1957 年 9 月 22 日），原名蘇璞，後改名王小紅、周小紅，江蘇常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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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現的民間音樂，即可是流行音樂的範疇。流行歌曲能夠存在，能夠流行，

一定有其長處與優點，流行歌曲能是我們人類表達情感的一個重要性。 

二、台語流行歌曲 

    台灣歌曲的演變，此時義務教育尚未開辦，也沒有電視，經濟建設計畫直到

1953 年才推出，那時的台灣理當一片破敗，但在台灣歌謠史上，卻是二個黃金

時期，皇民化運動隨著日軍戰敗已無威力。1952~1954 年間的懷鄉老歌，在 1952

年發表楊三郎和鄧雨賢合作，作品有〈孤戀花〉；〈思念故鄉〉(原《戰火燒馬來》

的主題曲，1954)及〈為者你〉(也是周添旺詞，楊三郎曲)，還有呂泉生作曲的〈阮

若打開心內的門窗〉(1954 年)。1954 年(民國 43 年)這一年，周添旺、楊三郎共合

作了至少三首談在外思念故鄉(例如〈秋風夜雨〉及〈思念故鄉〉)或故鄉的妻子

思念到外面打拼的丈夫歌曲〈為者你〉。 

三、國語流行歌曲 

    1952~1954 年代之間，國內流行歌曲的製作，是先取得香港或國外的母

片，再在台灣製作翻版唱片。那時的傳播管道只有蟲膠製的唱片和透過廣播，是

流行音樂界的翻版代工時期，而且受限於傳播管道，歌手必須以音色和歌藝取勝。

早期周蘭萍的一首創作〈綠島小夜曲〉，近期周蘭萍的女兒周揚明，花近兩年時

間訪問當年父親的中廣電台同事與好友查證，確認父親創作《綠島小夜曲》的原

意。     「原來當年父親在金甌女中兼課教唱，對還在唸高二的母親一見鍾情，

因為是師生戀，母親一度拒絕，最後父親用這首歌打動了她！」，〈綠島小夜曲〉

的緣由是來自於師生戀。這首是在 1953 年被紫薇唱紅的，〈綠島小夜曲〉也是

一首描寫台灣風景的歌曲，不過他的模式是「借景述情」，這樣的歌詞談到台灣

是個島嶼，有椰子、有微風，月是亮的，尚無光害；夜是靜的，沒有車子與工廠

的噪音汙染，這種寫照讓我們知道以前的台灣是多麼的乾淨美麗，歌詞如下： 

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裏搖啊搖 

姑娘 (情郎) 呀 你也在我的心海裏飄啊飄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曲隨那流水 不斷地向你傾訴 

椰子樹的長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心 

這綠島的夜已經這樣沉靜 

姑娘 (情郎) 喲 你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流行歌曲」為當代耳能熟想的時代歌曲。由歌手灌唱唱片或電台播送，電

影歌曲等，流行於青少年間。 凡電影插曲（主題歌），舞台劇插曲，唱片歌曲 

，唱時以輕音樂團伴奏者，概可稱之為「流行歌曲」。 所謂「流行歌曲」者，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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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以特定歌詞與曲調相配，而以商業力量製作、推廣、販售，用資圖利，而流傳

於社會之歌曲。「流行歌曲」表現其通俗易懂的基本特色給予社會大眾，表達了

民眾的心聲，以淺顯白話的文字（詞）加上簡易清晰的旋律（曲），兩者共同合

作的結果，就是大眾所熟知的流行歌曲。 

四、當代歌舞團 

    在 1952 年的時候我們有「黑貓歌舞團」 ，帶動台灣歌舞團文化。黑貓歌舞

團讓我們可以看到歌舞表演，又可以聽到親切熟悉的台語歌，在缺少娛樂的四、

五零年代，黑貓歌舞劇的演出曾給無數人難忘的回憶。 

「黑貓歌舞團」每個檔期的表演，大多是維持在三至五天左右，所有的團員都坐

在大卡車上趕赴著一站又一站的巡迴表演，而當時的票價大約在二塊五毛至三塊

五毛之間，雖然算不上太過昂貴，但是對當時不太有閒錢的人家來說，仍然是個

負擔，但當時仍吸引了大批的民眾爭先恐後地前來觀看，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有

多大，而當時的「黑貓歌舞團」在結束表演離開演出地的當天，照慣例都會安排

男女主角及舞者，穿上戲服，坐上三輪車，浩浩蕩蕩地遊街向觀眾答謝，同時也

將預告「黑貓歌舞團」下次再度於當地登臺表演的日期，因此也可以說，在當時

能夠觀賞「黑貓歌舞團」的表演，幾乎是當時台灣老老少少都很期待的好日子了，

當時團裡有 50 人，「黑貓歌舞團」是楊三郎等人所創的，那裏月薪每人大約都有

三、四百元，男女主角卻可高達八百元，在台灣四、五十年代當時，尚未引進所

謂的表演學或戲劇理論，所有從事舞台表演的舞者及演員幾乎都得具有相當的天

分才能無師自通；而「黑貓歌舞團」由於管理嚴格、擔任指導的師資也都是學有

專長，因此在當時，要想進入「黑貓歌舞團」成為其中一員，必須經過層層嚴格

的考試篩選，並且以集訓的方式，從舞蹈基本動作開始練習，一直到歌唱、戲劇

的表演都必須經過一而再地反覆練習，直到技術純熟之後才能正式登台表演。 

    黑貓歌舞團在 1952 年創立，後來有次楊三郎先生不知道從哪裡拉來兩位小

姐表演脫衣舞，當天還因此脫衣舞表演被警察抓，原本的觀眾人潮也因此漸漸變

少，脫衣暴露之表演，使得正派經營的「黑貓歌舞團」逐漸流失觀眾群，在情況

不見改善之下，楊三郎不得不含淚忍痛地將風光了十多年歲月的「黑貓歌舞團」

頂讓給他人繼續經營，於是在 1965 年就解散了。而黑貓歌舞團裡的人也慢慢被

挖掘出來，像是阿匹婆、文英、戽斗等人，陳秋霖也創設了「勝家」唱片工廠。 

五、禁歌 

    遭到禁歌流行歌曲的歷史，由於年代久遠，部份早期查禁歌的檔案已遺失，

缺乏官方文件證明，已經難以確認。 

    在早期所發布的十大查禁原因，包括：(一)意識左傾，為匪宣傳；(二)抄襲

共匪宣傳作品之曲譜；(三)詞句頹喪，影響民心士氣；(四)內容荒謬怪誕，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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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身心；(五)意境誨淫，妨害善良風俗；(六)曲詞狂蕩，危害社教；(七)鼓勵狠

暴仇鬥，影響地方治安；(八)反映時代錯誤，使人滋生誤會；(九)文詞粗鄙，輕

佻嬉罵；(10)幽怨哀傷，有失正常。 

    五十年代時政府是先從電台下手，當局認為唱片需要電台撥放才能暢銷，而

且電台是不能撥放禁歌，不然唱片就賣不出去，當然就可以達成監控的效果。電

台無法撥放的查禁歌曲，經常都要被做廢掉，但是一張唱片有許多首歌曲，所以

通常都會在唱片上貼膠片，或是故意用刀片歌壞劃掉，但是需多歌曲卻是愈禁越

紅，成為另一種反抗威權政府的精神歌曲。 

    1954 年夏天，嘉義革新話劇團的成員，拿了一首寫好的歌詞給作曲家楊三

郎，希望楊三郎幫忙譜曲，以作為該團在全省公演舞台劇「戰火燒馬來」的主題

曲。楊三郎念在同是演藝界的份上，很快便將這首歌曲譜好，歌名也叫做「戰火

燒馬來」。但是這首歌的作詞者卻在此時因思想問題而被槍斃，楊三郎聽到消息

之後很害怕會被牽連，趕緊請好友周添旺重新填詞，並改歌名叫「思念各鄉」。

後來這首歌還是被唱紅了起來，這件事可以讓人體會到當時創作歌曲時的顧忌和

恐懼，而〈綠島小夜曲〉當時也是禁歌，問題就是出在《綠島小夜曲》的歌詞上。

參、宗教音樂 

一、佛教音樂 

佛教發源於印度，釋迦牟尼所創，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固有文化結合，形成中

國佛教，在隨漢族移民傳入台灣。佛教何時傳入台灣，史無明載，但知明鄭時亦

傳入，只是當時寺廟並不多，且所供俸的本尊以觀世音菩薩為主。 

    台灣光復後，日本佛教隨而消逝，中國高僧陸續來台，並將佛教儀式規於傳

法內容帶入台灣，使得台灣佛教重歸中國傳統佛教之主流。除了寺院和僧侶的活

動蓬勃發展外，如先後創辦佛教學校十餘所、出版刊物、在各地電台廣設「佛教

之音」、舉辦各種講座等。 

    所謂「佛教音樂」11指的是佛教寺院和信眾在舉行佛教儀式時所用的音樂。

一般民間佛教信仰中，對傳統佛教音樂的認知是相當模糊的。此所指的佛教音樂

是由佛教僧侶主持，行佛教固有的法事儀軌，法事內容為佛教經文讚偈，所唱頌

之梵唄屬佛教固有曲調(海潮音或鼓山音)為主的音樂部分，不包括佛教曲新生作

品。台灣佛教音樂最主要用於早晚課、佛菩薩聖誕祝儀、水陸法會、放燄口、懺

儀等中。「早晚課」指出家的僧侶或在家修行的居士，每天早、晚必行之重要功

課。常用經文用《楞嚴咒》、《大悲咒》等。 

    「水陸法會」全名為「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齊勝會」，其意思為以「法施」

與「食施」等方式，供養十方法界四聖六凡之勝會，為佛事中規模最大、最隆重

的儀式。所用經文有《梁皇寶懺》、《金剛經》等。 

                                                      
11

 佛教音樂的參考文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E9%9F%B3%E6%A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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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燄口」為佛事中僅次於水陸法會之重要佛教儀式，一般習慣於大法會或

佛教活動圓滿之日，或喪事期中舉行焰口施食，原為密教之一種儀式，燄口為鬼

名。此儀式通常於下午五至十時舉行，當法師施食時，信眾往往爭先撿取「撒物」

兒食，藉以消災得福。所用經文有《爐香讚》等。 

 

二、道教音樂 

台灣道教12隨移民自中國傳入。中國道教由漢朝張道陵所創，由於歷史悠久，

傳播地區廣，而產生許多不同的流派，若依其主要功能，可歸納為積善派、經典

派、丹鼎派、符籙派。今流行於中國的道教，一般而言分為以江西龍虎山為中心

的正一派，與以北京白雲觀為中心的全真派兩大派。台灣道教在日治之前，大多

零散組織，僅由道士在自家開設道壇，平日為人祭神消災，遇有大型醮會，在於

寺廟中修譚奉道。 

    道教儀式中所使用的音樂，稱為道教音樂。道教儀式的演出可分為「前場」

與「後場」兩部分，演出人員可分成「前場道士」與「後場道士」兩種。前場道

士指在道壇中誦經、吟唱、施法、唸咒道士，是整個儀式的核心。後場道士指為

前場道士伴奏(或幫腔)的樂師或樂隊，故道教音樂可分為「前場音樂」與「後場

音樂」兩部分。台灣道教正一派與靈寶派兩派的音樂，依源流可分成「道教固有 

音樂」與「非道教固有音樂」兩部分，前者屬道士自己的音樂傳統，未見用於其

他的民間音樂；後者為吸收自當地的民間音樂，如南管、北管及其他民間音樂。

如正一派吸收北管的牌子、絃普等，而靈寶派吸收南管、北管、朝調音樂等。前

場音樂指唱腔部分，由道士演唱，故稱「道曲」。 

三、基督教音樂 

基督教音樂13（Christian music）是唱歌讚美上帝是基督教宗教儀式的重要組

成部分。這些讚美上帝的歌曲最初是用樂器伴奏的。所用的樂器有：琴、瑟、鈸、

號角等。中世紀的基督教會裡，除管風琴外，一切樂器都被禁止使用，只有單聲

部、自由節奏的無伴奏素歌是合法的教會歌曲。西方教會的素歌（又稱聖詠）有

4 派：以米蘭主教聖安布羅斯命名的“安布羅斯歌“、法國教會的“高盧素歌”、

西班牙教會的“莫薩拉布素歌” 、以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命名的“格列高利

素歌”。8 世紀以後，格列高利素歌成為西方教會歌曲的最高準則。 

    基督教音樂，又稱「聖樂」，是基督教宗教儀式上演唱和演奏的音樂，內容

主要是表達教徒對上帝的感情，同時也傳達上帝給眾生的啟示。中世紀歐洲，基

督教教會音樂以「聖詠」為主，這是一種單聲調，沒有固定節拍，但是有一套固

定格式的的宗教歌曲，有亞美尼亞聖詠、格里高利聖詠等。啟蒙時期以後，宗教

                                                      
12

 道教音樂 參考文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9%81%93%E6%95%99%E9%9F%B3%E6%A8%8
2 
13

 基督教音樂的參考文獻  http://christ.org.tw/culture/cultures/02_christianity_and_music.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7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7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6265.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A%A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A%E7%BE%8E%E5%B0%BC%E4%BA%9A%E5%9C%A3%E5%92%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9%87%8C%E9%AB%98%E5%88%A9%E5%9C%A3%E5%92%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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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向世俗化發展，表現手段逐步豐富起來。有彌撒曲、受難曲、神劇、清唱劇、

眾讚歌等。並出現了一些對世俗藝術音樂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宗教音樂作曲家，

例如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20 世紀也出現了將基督教內容融入流行音樂的當代

基督教音樂。不過這種形式還存在不少爭議。 

肆、戲曲音樂 

一、京劇音樂 

京劇流傳到台灣的時間相當早，劉銘傳任台灣巡撫時，即曾從北京請來皮

黃戲班為母親祝壽。日治時期由於鹿港辜家、板橋林家等仕紳的喜好提倡，京

劇在台灣頗為流行。當時台灣演出的京班多來自上海、福州，其以機關布景見

長的連台本戲和武戲表演對歌仔戲、南管戲、採茶戲等劇種都產生了相當大的

影響。光復後，有客家人組成「宜人園京班」，陸續也有一些大陸京班來台演

出。從 1948 年到 1953 年，顧劇團在永樂戲院演出，顧正秋以其風韻獨具的藝

術光彩與傳統中見創新的表演風格獲得觀眾熱烈迴響，也在家國遽變的歲月中，

撫慰人們的鄉情，獲得精神上的寄託。而當「顧劇團」解散後，劇團的中堅份

子分別進入軍中劇團成為主力，並將劇藝傳承下去，對台灣京劇發展影響深

遠。 

由於京劇是大陸來台軍官的主要娛樂，一些高級將領便在「軍中康樂隊」

的基礎上推動成立軍中劇團，包刮「大鵬」、「陸光」、「海光」、「明駝」等。這

些劇團網羅了當時在台的大部分名伶，並成立了「小大鵬」、「小陸光」、「小海

光」等「小班」，加上私人創辦的「復興劇校」，為台灣京劇培養新血。過去五

十年來，台灣京劇從傳統走到創新，藝術的突破，在爭論質疑中步步前行。而

特殊的屬性，使其曾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獨領風騷，也曾在本土意識的反撲下首

當其衝，如今又在大陸劇團的衝擊下面臨自我定位的思索。幾經波折，邁入二

十一世紀的京劇勢將面對更多的挑戰。 

    京劇的後場分文、武場。文場為管絃樂器，主要有京胡(胡琴)、京二胡、

月琴、絃子(小三絃)，笛、笙、嗩吶、海笛子(小喇吧)即雲鑼等；武場是打擊

樂器，主要有鼓板、大鑼、小鑼即鐃鈸等，而鼓板為京劇樂器中的靈魂，具有

指揮作用。至於京劇的曲調，主要是西皮和二黃，另外尚有崑曲、吹腔、高撥

子及地方小調雜入其中。西皮唱腔多激揚，二黃唱腔則多沉鬱。西皮與二黃，

伴奏樂器以胡琴為主；崑曲和吹腔，以笛子為重要伴奏樂器；地方小調，如【小

放牛】、【打花鼓】及【探家親】等，則用笛子或嗩吶為主要伴奏樂器。 

二、歌仔戲音樂 

在台灣多采多姿的大戲劇種當中，「歌仔戲」和「客家採茶戲」是真正在

台灣土生土長的。客家採茶戲流行於桃園、苗栗、新竹一帶的客家地區，歌仔 

戲則風行全台，曾雄霸台灣劇壇，輝煌一時。輪流船之廣與影響之深遠，「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5%E6%92%92%E6%9B%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97%E9%9A%BE%E6%9B%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89%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94%B1%E5%8A%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97%E8%B5%9E%E6%AD%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5%A1%9E%E5%B7%B4%E6%96%AF%E8%92%82%E5%AE%89%C2%B7%E5%B7%B4%E8%B5%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93%E4%BB%A3%E5%9F%BA%E7%9D%A3%E6%95%99%E9%9F%B3%E4%B9%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93%E4%BB%A3%E5%9F%BA%E7%9D%A3%E6%95%99%E9%9F%B3%E4%B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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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戲」實可視為台灣的代表劇種。歌仔戲雖於台灣土生土長，旦探求其淵源，

實與福建的戲曲歌樂關係密切，來自福建的「歌仔」和「車鼓」及是歌仔戲的

兩大淵源。一般認為歌仔戲的發祥地是宜蘭，宜蘭人的祖先絕大多數來自漳州，

自然也將故鄉的鄉土歌樂帶進宜蘭。閩南一代的民歌小調「歌仔」隨著漳州移 

民在宜蘭落腳生根，而由閩南傳入的車鼓戲流行台灣各地，宜蘭也不例外。大

約距今一百餘年，有來自閩南而擅長歌仔和車鼓的藝人來到宜蘭，如貓仔源和

陳高梨，他們開班授徒，收了許多出色的弟子，這些第子組織了許多戲班，並

在歌仔原來的基礎上加以變化，以七字調為主，使之更適合演唱故事，於是風

靡宜蘭，宜蘭人稱之為「本地歌仔」，是一種說唱表演。 

    宜蘭的車鼓戲也用「歌仔」來演唱，當以歌仔演唱的車鼓在陣頭行列演出

時就被稱為「歌仔陣」；當歌仔陣在陣頭中停下來，用竹竿圍成場子，就地演

出，及稱為「落地掃」。「歌仔陣」以落地掃的形式表演時，雖然演出如《陳三

五娘》、《山伯英台》的故事，但只取其滑稽詼諧的部分，保持小戲的特色。「歌

仔陣落地掃」可說是歌仔戲的雛形(縮小的模型)，當時距今約一百多年。「歌

仔陣」進入舞台之後，演出的故事情節逐漸由滑稽散齣而為全本戲，但音樂舞

蹈則大抵保持原來的面貌，這就是宜蘭人現在所稱的「老歌仔戲」。「老歌仔戲」

雖尚屬醜扮踏謠，但已粗具大戲規模，鄉土的歌仔戲至此可以宣告成立。歌仔

戲是結合台灣各種戲曲及音樂為一體的表演藝術。 

    歌仔戲的表演藝術屬於歌劇型態，而傳統戲曲最重要之元素為身段與唱腔，

所謂「有聲皆歌，無動不舞。」正是傳統戲劇的藝術特色；質言之，「合歌舞

以演故事」即為傳統戲劇的表演方式。歌仔戲表演藝術最大特色在其唱腔與音

樂，傳統戲劇的戲碼、腳色、服裝、道具及舞台陳設等大致相同，因此聲音部

分成為各種傳統戲劇主要區別之處。歌仔戲故事情節主要以歌謠及唱腔來陳述，

其發聲方法使用「本嗓」，唱詞則為閩南語白話，親切自然且通俗易解。台灣 

其他傳統戲劇大都為「假嗓」美聲唱法，戲劇語言則分官話(北管戲曲)、泉州

是腔(南管戲曲)或韻白(京戲)，雖較具藝術性，但一般觀眾較難了解。歌仔戲

之唸白亦使用閩南語白話，內容均為通俗之語句，鮮有詞藻華麗之文詞。此外，

歌仔戲中亦經常出現台灣民間之俚語、諺語，以及句尾押韻的「四唸白」，因

此歌仔戲亦能展現台灣俗諺之美。身段做表為歌仔戲另一欣賞重點。所謂「有 

聲皆歌，無動不舞。」日常生活中之動作轉化為戲劇演出，均須經美化與象徵，

再以另一種藝術形式加以表現，民間即將身段稱為「腳步手路」。 

  三、南管音樂 

南管音樂旋律風格吸引人之處是：舒緩、幽雅，意境悠遠。若再配以古樸

幽靜環境，更能顯出音樂的靜謐、清雅的特質。但是在一般人的感覺中，南管

音樂會有如西方古典音樂般曲高合寡、聽不懂的感覺，或覺得曲子聽來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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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管音樂具有深遂的吸引力，多半在學習後，對它有了進一步了解後才會

深深著迷。南管音樂以「和樂」方式演奏，不是和聲協奏，也不是同聲齊奏方

式，為特殊的樂器穿插組合；「同音相應謂之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各樂器在

樂曲中扮演不同角色，彈撥樂器負責節奏及旋律主音，而簫絃在彈撥的架構下，

將音樂旋律完成，填補彈撥所留下的空間。這互動有分有合，相互呼應，首重

對樂曲之熟悉與彼此的配合默契，美妙的南管樂，以「滴水不穿」來形容樂器

間完美的搭配，到達綿密和諧之境。 

    南樂者俗稱「南管」，曲調古樸餘運繞樑，曲詞含蓄婉約，充滿古樂之風

向為士紳所喜愛，惟所謂「漁唱樵歌，未必無清聲雅奏」，一般莊稼人亦有雅

愛南樂者且南樂系統之戲劇，如梨園戲、高甲戲，昔日在中部海線葚為盛行尤

以梨園戲所演曲目多為民俗文學與家喻戶曉民間故事，其戲曲音樂更普為民間

所喜愛。南樂樂曲內容分為指、曲、譜三部分，正式演演奏均循「奏指」、「唱

曲」、及「宿譜」三程序，茲簡述如下；「指」亦稱「套曲」，詞譜兼俱，可以

器樂演奏亦可以演唱，以十音演奏，又稱為「噯仔指」。「曲」為有歌詞之演唱，

各首獨立，唱奏並行，曲詞源自歷代戲文片斷。「譜」純以器樂演奏，僅記工

尺譜無文詞。 

  四、北管音樂 

    北管，是過去台灣民間流傳廣遠的傳統音樂及戲曲，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

深受歡迎，可以說是台灣早期的『流行音樂』。北管所涵蓋的範圍非常地廣，

目前一般較被接受的說法是，早期從福建及廣東等地傳入台灣的非閩客系 

統音樂聲腔及戲曲，都被歸入北管的範圍，有別於『閩南土腔』的南管和客家

戲曲。 

    北管包含了音樂以及戲曲兩種類型，台灣的北管戲，根據一些研究者的說

法可以分為『四平』和『亂彈』兩個劇種，但是因為四平戲很早以前就已經失

傳了，所以現在提到北管戲，通常指的是『亂彈戲』。北管復與戲劇相關聯，

如子弟戲即北管樂社票房演出；亂彈戲及四平戲均屬北管樂系統。北管樂排場

又為迎神賽會最常見者，蓋因其樂器如鑼鼓、響盞音量喧嘩，嗩吶音色高亢明

亮，最能表達喜慶之熱鬧氣氛。北管可說是台灣傳統戲曲中運用最為廣泛的樂

種，除了南管之外，幾乎所有的音樂都與北管有關，包括北管戲、歌仔戲、布

袋戲、傀儡戲的後場音樂、廟會慶典中的鼓吹陣，還有道教儀式中的音樂、各

種婚喪喜慶的場合都有使用到北管樂，頗受一般觀眾的喜好。 

    臺灣傳統音樂主要樂種之一的北管，是一個範圍龐大，內容豐富的古典音

樂種類，且具有獨特性，尤其在戲曲唱腔及唱唸法方面。北管隨著移民傳入臺

灣後，在近三百年綿延不斷的傳承中，已根植臺灣，成為漢族社會生活中不可

缺的音樂之一。換句話說，北管不但是地方社會生活與廟會儀式必備之音樂，

也是愛樂者休閒娛樂、展現自我的舞台；北管人一方面以音樂服務地方神祇與

社區，並因而得到自我與地方的認同，另一方面透過習樂賞樂的社交空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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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自我娛樂，以及與社會良好互動的生活。 

伍、總結 

    在 1952~1954 年的時候還是戒嚴時期，歌曲是不能隨便亂編寫，一定是要經

過審核，如果不小心寫到一些對台灣不好的詞語，被發現了就會被關起來，如果

屢勸不聽甚至會被槍斃，從 1987 年代開始解除戒嚴令之後，漸漸什麼樣的歌曲

都出現了，過去民間社會長期承受政治、文化的壓抑得以抒發，想聽什麼樣的風

格曲子都有，且創作也比之前自由的多，沒有很多的侷限，也不用擔心道會被關

起來的問題，很多歌唱者都開始自己發揮自己作曲自己唱。 

    以前 1952~1954 年是光復時期的時候，在 1945 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日本

人在台灣設立的唱片公司紛紛撤離，也使得台灣在戰後初期的唱片事業發展受到

影響。不過，此時台灣流行歌曲的創作並未中斷，而改以廣播電台撥放及歌手走

唱的方式傳播給民間大眾。 

    戰後初期台語歌曲的宣傳管道除了廣播電台外，走唱歌的出現則是台語歌曲

於民間與盛的重要關鍵。當時已走唱方式宣傳台語歌曲的歌者包括陳達儒、蘇桐、

許石、楊三郎等人，他們在各廟埕及市區等熱鬧地點邊談邊推銷自己出版的「歌

仔簿」。額外，亦有以歌女及樂師組成的小型歌唱團在酒家茶室等娛樂場所表演，

靠聽眾給的小費維生。至於大型的「歌舞團」，則採結合音樂、戲劇及舞蹈演出

方式，在全台各地巡迴演出。透過這些走唱業者的演出，不僅將過去漸漸被遺忘

的民間歌謠保留下來，並將全新創作台語歌謠傳撥出去。 

    「黑貓歌舞團」在 1965 年解散，而黑貓歌舞團裡的人也慢慢被挖掘出來，

像是阿匹婆、文英、戽斗等人，陳秋麟也創設了「勝家」唱片工廠。1952 年，

許時創設的中國唱片公司在三重設立製片廠，之後改名為「大王唱片」。許石在

成立唱片公司後，陸續灌製了許多歌曲為唱片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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